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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专项资金基本情况

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是省人民政府直属机构，负责综

合监督管理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、保健食品和餐饮环节食品

安全。

2017 年我局共有两项省级财政专项资金，一是“公共卫生服

务补助资金”，该资金是中央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方式安排，

用于支持各省市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

项目的补助资金。二是“省级食品药品安全资金”，是省财政用

于支持各地市用于开展“四品一械”（即食品、药品、化妆品、

保健品和医疗器械）安全监管及能力建设的补助资金。

（二）专项资金安排情况

2017 年两项专项资金共计 53,546 万元，其中中央公共卫生服

务补助资金 12,381 万元，省级食品药品安全资金 41,165 万元，

由省直单位及各地市食药监局按计划安排使用。

（三）专项资金的绩效目标

1.长期目标

紧紧围绕“四个最严”和“四有两责”的要求，通过深入开

展食品药品安全监管，依法履行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职责，指导规

范企业依法诚信经营，调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

中来，促进食品药品产业健康发展，逐步形成统一权威高效的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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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安全治理体系，推动全市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，切实保

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。

2．年度目标

（1）完成国家下达及省计划安排的抽检任务。通过对食药品

生产、流通、餐饮等环节的监督抽验，发现质量问题点，为食品

药品监管、稽查提供技术数据支撑,从纵向、横向多层次、多角度

多参数数据来分析食品安全质量状况，及时发布食品安全质量状

况，指导消费，提高消费者安全感和信心;

（2）完成省计划开展的专项整治工作。坚持问题导向,通过

对保健食品化妆品开展专项整治工作,扩大抽检覆盖面,提高抽检

的问题发现率和靶向命中率,及时消除化妆品安全隐患；

（3）按照《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执法基本装备配备

标准》的要求，加快基层单位设施标准化，装备现代化。配备适

应基层食品药品监管特点和工作需要的执法装备，主要包括专用

车辆、基本装备、取证设备和快检设备等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等级和分数

在遵循“科学管理，专款专用”的原则下，我局及系统各单

位严格执行《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、食品药品有

关法规等有关规定，确保专项资金的使用合规、管理到位。经过

全省食药监系统上下的共同努力，全面完成阶段性工作任务和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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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要求，食品药品安全持续保持安全态势，没有发生较大及以上

食品药品安全事故，专项资金的绩效目标基本完成。因此自评得

分为 95.14 分，自评等级为“优秀”。

（二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

1．专项资金到位情况

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两项专项资金已到位 53,546 万元，

资金到位率100%；其中，中央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已到位12,381

万元，资金到位率为 100%；省级食品药品安全资金到位 41,165

万元，资金到位率为 100%。

2．专项资金支出情况

截止2017年 12月 31日，两项专项资金已累计支出37,002.78

万元，资金支出率为 69.10%。其中，中央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

11,037.02 万元，资金支出率为 89.14%；省级食品药品安全资金

已支出 25,965.76 万元，资金支出率为 63.08%。资金支出缓慢的

原因主要是部分专项资金到位滞后，地市食药监部门无法提前介

入执行政府采购、招投标等程序。按照现行政府采购管理的有关

要求，必须要项目资金到位后才能向财政部门申请办理相关手续。

由于部门专项资金在 2017 年 10 月下达到位，地市食药监部门在

短时间内无法履行完政府采购的程序，以致资金支付较缓慢。

3.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及效果

2017 年我局以保障服务民生为根本，夯基固本，强化监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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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“四个最严”、“四有两责”浸润于各项食药监管工作中，全

省食品药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。2017 年，我局在总局组织的

食品监管和药品监管工作考核中获得双第一的好成绩。

（1）切实加强食品生产流通环节整治，有效提升了广大市民

消费信心。一是扎实推进“明厨亮灶”建设工程和餐饮服务量化

提档升级工程。截至去年底，全省共建成“明厨亮灶”餐饮服务

单位 241259 家，同比增长 140%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量化分级评定

单位数 430915 家，完成率为 98.63%，其中优秀等级（A 级）为 8073

家，同比增加 21.81%，良好等级（B 级）为 145981 家，同比增长

30.35%。城市学校食堂完成“灭 C”目标。加强食品小作坊小摊贩

和小餐饮管理，全省 21 个地级以上市制定发布禁止食品小作坊生

产加工食品目录，建成食品小作坊集中加工区 28 个，划定和临时

指定的食品摊贩集中经营区共 1048 个，食品摊贩 10493 档，出台

《关于小餐饮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，推行“申请人承诺制”制度，

取得良好社会反响。二是强化食品安全监督抽检。全省共完成食

品抽检 447350 批次，达到 4.06 批次/每千人，超额完成省政府民

生实事食品检验量任务，合格率 97.3%。食用农产品快检覆盖农贸

市场 2060 家，快检食用农产品 556.8 万批次，合格率 99.7%。对

食品 30 大类 190 个食品细类进行抽检监测，覆盖我省 21 个地市，

抽样环节涵盖食品生产、流通和餐饮环节。在全国率先开展重点

品种食品安全状况评价性监测，对城乡居民日常消费量大的 9 大

类 15 个重点品种食品进行抽样检测。通过查封扣押和产品召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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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阻止 54.16 吨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，查处涉案不合格食品货

值金额 1391.8 万元，罚没款 2671.8 万元，整改食品生产经营单

位 3842 家，吊销许可证、关停单位 15 家，及时控制和消除食品

安全隐患。

（2）着力强化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管，质量安全控制水平

进一步提高。一是完善药品质量安全风险研判机制。明确风险研

判参与部门、研判程序、研判内容、风险分析工具及方法、研判

结果及跟踪落实等内容，在省、市两级监管部门建立常态化、规

范化、科学化的药品质量安全风险研判机制；省局全年召开 4 期

药品风险信息研判会，从许可、检查、稽查、检验、监测、投诉

举报、舆情监测等数据信息中捕捉风险信号 69 个，并使用研判结

果指导监管工作。二是强化药品化妆品不良反应、医疗器械不良

事件监测。全年共收到报告 97339 份，其中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

作中新的和严重的报告数比例达到 44.05%、严重的报告数比例达

到 14.13%；药品定期安全性更新报告审核评价率为 93.32%，均处

于全国领先水平。三是基于风险监测及既往监管历史数据，有针

对性的开展监督抽检工作。药品监督抽检 18597 批次（除中药材、

中药饮片），合格率 97.6%；医疗器械抽检 827 批次，合格率 95.4%；

保健食品抽检 2200 批次，合格率 97.7%;化妆品抽检 3724 批次，

合格率 95.8%，从抽检的数据来看，我省当前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

质量总体呈现稳中向好的势头，监管工作取得了既定成效

（3）强化技术支撑，基层监管能力稳步提升。一是加强市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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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机构建设，粤东西北地区食品检验能力得到全面提升。我局

颁布了《广东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建设标准

（2016-2020）》，组织开展全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建设对标调查。

通过加强督导，全力推动，珠海、惠州、茂名、梅州、阳江、湛

江、潮州、韶关、清远、揭阳、云浮等 11 个市级食品检验机构中

央投资建设项目均已完工。清远市食品检验中心连州分中心、英

德分中心，湛江食品药品检验所奋勇高新区分中心、廉江分中心

等 4 个县级食品检验检测资源整合试点项目也全面完成并投入运

行。二是全面启动县级食品快检车配备项目，力争达到县级全覆

盖的目标。已经组织完成第一批 89 个县级局食品快检车的招标采

购工作，完成第二批 12 个县级局食品快检车的申报立项，基层执

法装备水平得到提升，检验检测能力进一步增强。三是省级技术

支撑能力明显增强。省药品检验所顺利通过国家认可委实验室认

可复评审，现具备检验检测能力 1504 项；定制开发的“设备管理

系统软件”获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，属

全国药检系统首例。省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所在全国率先推行

全所产品检验线建设，建设九条产品检验线，覆盖医疗器械及包

装容器检验；全年扩大承检项目 102 项；申报科研项目 15 项。省

食品检验所新增 415 个参数检测能力，覆盖了食品安全国抽监督

抽检 32 大类食品，完成 3 个省级项目研发建设，上报 3 个食品快

检方法；完成国家认监委年度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飞行检查现

场评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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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人才引进力度加大，人才队伍结构不断优化。印发了《关

于新形势下加强全省食品药品监管系统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

见》，加大人才引进力度，2017 年引进专业人才 52 名，其中博士

2 名，硕士 21 名。遴选一批业务骨干充实到省局机关处室。出台

《2017 年全省系统干部大培训工作实施方案》，以大培训引领素

质大提升，全年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到高等院校集中脱产学习 1057

人次，举办了 4 期全省系统讲师团“送课下基层”活动，培训基

层监管人员 6000 多人次，选送干部 535 人次参加各类培训。推进

职业化检查员队伍建设，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加快推进广

东省食品药品职业化检查员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，省局配套出

台了《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化检查员管理办法》、《广东省食品

药品职业化检查员考评办法》和《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化检查员

培训制度》。

（5）科普新闻宣传形式多样，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效果明

显。一是重点打造五大科普宣传活动品牌，成效明显，并得到国

家总局焦红副局长、尚勇副局长批示肯定。成功组织了食品药品

安全科普展，举办“安安有约——食药科普大讲堂”11 场，开展

食品药品科普知识进基层宣传月活动、创建专业权威的食品药品

科普网站、启动建设食品药品科普体验馆。拍摄了国内首部食品

安全题材大型系列科教纪录片《食品安全》并正式上映。与此同

时各地各部门也结合实际，开展形式多样、丰富多彩、喜闻乐见

的科普宣传活动。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。坚持例行新闻发布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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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气会制度，组织开展各类新闻发布活动 60 余次。全年在中央和

省市主流媒体刊播新闻 600 余篇。开通了微信号“广东食安”、

“广东食药监”和省局官方微博，全年发布微信图文 800 余条，

开展网络直播、微信矩阵、头条号等传播合作，影响面进一步拓

宽。二是激发社会力量共治食品药品安全。与阿里巴巴、腾讯等

互联网公司签订《食品药品安全综合治理合作协议》，充分发挥

互联网公司大数据资源优势，加强在信息互通、数据共享、定期

通报、案件协查、联合打击、科普宣传等方面的合作。召开第十

二届石龙食品药品打假协作会议。与中国健康传媒集团签订宣传

战略合作框架协议，在科普宣传、形象宣传、普法宣传、公益宣

传、培训教育等方面建立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。与南方报业

传媒集团续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，双方将在新闻报道、科普宣传、

舆情监测及应对“四品一械”消费品网络服务平台、业务培训等

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。

三、存在的问题

部分地市资金使用进度偏慢，主要原因一是按照现行政府采

购管理的有关要求，必须要项目资金到位后才能向财政部门申请

办理相关手续。而部份专项资金在 2017 年 10 月下达到位，地市

食药监部门无法提前介入执行政府采购、招投标等程序，设备购

置的政府采购流程尚未完成，资金未能支付；二是部分项目尚未

到达支付进度或未完成验收，款项未能支付；三是部分地市中央

财政补助资金在 2017 年 10 月才下达，已使用以前年度结余或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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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财政补助资金支出了有关项目。

四、改进意见

一是加强与财政部门的沟通协调，进一步优化资金支付运行

流程；二是要强化与财政部门的沟通协调，加快资金到位告知速

度；三是是实行项目催办制度。对不及时启动项目，不及时招投

标、签订合同，或项目进展缓慢的，要及时进行催办。在催办通

知书下达后，仍没行动的，将由分管领导、财务部门及与业务部

门进行约谈；四是制定项目资金支付计划；五是加强项目检查验

收、决算审计及投资评审工作力度，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出结

果，作为财政拨付项目资金的依据。


